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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部保护传承黄梅戏
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紧扣黄
梅戏艺术传承发展的实际，坚持问
题导向，注重立法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在加强资源普查和保护、设立

“黄梅戏英才库”支持纳入课堂教学
内容，以及形成产业链与动漫、网
游、文创融合发展等方面，体现了
新担当，在创新发展上展现了新作
为。为我市以黄梅戏作为重要载体
和抓手，打造文化宜城，提升安庆
城市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有戏
安庆”更加“好戏连台”，提供了法
律支撑。

作为中华民族戏曲文化之瑰
宝、作为我国著名五大剧种之一的
黄梅戏，因其风格清新质朴、素雅
自然、柔音软语，为大众带来艺术
上的享受和心灵上的熏陶，深受国
内外观众的喜爱与欢迎。

尽管黄梅戏已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是安庆最
为靓丽的“城市名片”，但近年来，
黄梅戏与其它地方剧种一样，在保

护传承中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
如黄梅戏人才断层、流失严重，黄
梅戏精品创作难登高峰，黄梅戏演
出场地缺乏，观众逐步老龄化等。
现今，该《条例》的颁布施行，为
黄梅戏艺术更好地保护传承提供法
律保障，这将有效促进黄梅戏艺术
繁荣发展，让黄梅戏绽放出新的活
力和光彩。

戏曲是创造性的艺术。该《条
例》 强调，黄梅戏要形成产业链，
与动漫、网游、文创等融合发展。
在娱乐品类繁多、传播手段多样的
当下，黄梅戏想要更好传承发展、
更好地保持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必
须借助丰富的平台、新潮的方式，
随时代而动，在黄梅戏艺术形式和
传播方式上进行探索与创新，激发
和满足年轻人对黄梅戏优质文化产
品的需求，以符合当代审美趋势与
价值观来表达经典，以充分利用各
种新媒体平台和流行文化元素进行
传播，以此展示出黄梅戏的生机与
活力，为观众带来别样精彩。

该《条例》的出台，为“有戏
安庆”更加“好戏连台”提供了机
遇。我们要通过深层次、多形式的
学习宣传活动，让黄梅戏艺术保护
传承发展深入人心，为该 《条例》
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研
究制定黄梅戏艺术中长期发展规
划，确保黄梅戏艺术繁荣发展有

“时间表”“路线图”；要健全和完善
黄梅戏艺术保护传承发展的体制机
制，为黄梅戏剧目创作、剧团发
展、人才培养、出精品、出名家等
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同时，对各
县区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确保
把该《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5月25日上午，《安

庆市黄梅戏保护传承条

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

举行，该条例将于6月1

日起施行，这是目前全国

首部保护传承黄梅戏的地

方性法规，也标志着安庆

市黄梅戏保护传承工作将

迈入法治化轨道。（《安庆

晚报》5月26日）

让“有戏安庆”更加“好戏连台”
潘天庆

黄梅戏是安庆的一张烫金名
片。作为非遗文化遗产，近些年
来，我们一直重视它的保护与传
承，比如黄梅戏进校园，继尔进
课堂，举办黄梅戏艺术节，推广
黄梅戏广场舞等。所有这些都在
现实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黄
梅戏的传承与推广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黄梅戏也是安庆的骄傲。一曲
黄梅调代表了地方文化软实力。作
为安庆人，不论男女老少，大多都能
哼上一两句。可以说黄梅之音也成
了地方文化的标配因子，一定程度
上融入了安庆人的血脉中，成为了
生活乃至生命中的一部分。

黄梅戏还是地方文化的一种滋

养元素。安庆人去外地，大多都有
这样的体验，如果在异乡于不经意
中听到黄梅调，就会有一种发自内
心的亲切感充盈心灵，且往往于亲
切中对异乡也一下子有了好感。

然而，在当代文化多元的语境
下，黄梅戏变得有些式微起来。尽
管我们一直在努力保护它，并想法
设法让它焕发生命力，但放眼现实，
作为一种文化，其影响力有走弱的
趋势，其产业化的发展也不尽如人
意，甚至还相当滞后，与我们的期待
有着不小的差距。

让黄梅戏生生不息，久唱不衰，
越唱越响亮，越唱越红火，是时代给
我们提出的要求与课题，也是我们
的义务与责任。此种语境下，颁布

实施地方性“黄梅戏保护传承条例”
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颁布
与实施，必将给黄梅戏的发展带来
重要的机遇，对戏曲资源的保护、对
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技艺的传承都能
起到推动作用。

黄梅戏的美好未来在于保护与
传承，更在于艺术上的创新。创新
包括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要下大
力气搞出优秀新剧目，丰富黄梅戏
艺术内容。同时还得在艺术形式上
结合当代传播特点，进行适当的改
进，不仅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
巴人，既要动漫、网游等融合发展，
也要有诸如黄梅戏广场舞等传播形
式与途径。如此，黄梅戏艺术的未
来才会美好而辉煌。

保护与创新并举 黄梅戏未来可期
未一平

让黄梅戏保护传承走上法治
化轨道，安庆努力“一直在路
上”。历时五年，十易其稿，内容
涉及黄梅戏保护传承的职责界
定、资源普查、剧目创作、人才
培养、经费保障、场所建设、教
学研学等诸方面……6月1日实施
的 《安庆市黄梅戏保护传承条
例》不失为一部推动黄梅戏保护
传承的良法，良法善治，必将让
黄梅戏艺术熠熠生辉，薪火相传。

一曲黄梅调，百年吐芬芳。
黄梅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守护
好、传承好、发展好这一瑰宝，
是各级政府和每一个安庆儿女的
神圣使命。近年来，安庆在黄梅
戏保护传承上加大投入，创新方
法，可谓做足了功课，但由于缺
少法治上的“刚性”约束，黄梅
戏保护传承上存在标准不一、投
入不均、发展不均衡等系列问题
且日渐突出，亟待用立法手段来
规范约束。于是，《安庆市黄梅
戏保护传承条例》 便应运而生
了，它将安庆多年来对黄梅戏保
护传承工作的成功经验转化为法
律规范，为保护传承黄梅戏夯实
了法治基础，正所谓“法与时转
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这部

“法与时转”的条例颁布施行得
非常及时，为我们迎来了黄梅戏
保护传承的“春天”。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黄梅戏保护传承的新法
虽好，但如果没有严格的执行，
仍可能堵在“最后一公里”。一
方面，加大《安庆市黄梅戏保护
传承条例》的宣传教育，传统与
科技并重，“线上+线下”齐发
力，通过专栏、客户端、微信公
众号等，让《安庆市黄梅戏保护
传承条例》 家喻户晓；另一方
面，尽快出台实施细则，统一标
准，规范运作，协调发展，推动
新法落地见效。

当然，让《安庆市黄梅戏保
护传承条例》 焕发出强大生命
力，相关部门的执法检查与考核
必不可少。既要“明察”与“暗
访”结合，又要“全面考”与

“重点查”并举，通报检查情
况、交办督查事项、强化考核结
果运用……只有对执法情况“亮
剑”“稳、准、狠”，才有执法过
程的“严、实、细”。

让我们在黄梅戏保护传承上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凝聚起黄
梅戏保护传承的法治澎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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